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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02.21- 1997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 D 3663-92((催化剂表面积试验方法》的标准制定的，在

技术内容上非等效采用ASTM D 3663-92的标准内容。本标准是根据国家标准合订本《煤质颗粒活性

炭》内容的要求，新增加的一个试验方法的标准。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与国家标准合订本《煤质颗粒活性炭)(GB/T 7701.1.7701.7-1997)配套使
用。

    本标准生效后，实施过渡期为一年。

    本标准由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新华化工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仁芳、张旭、王悦义、王建光、张丽荣。

    本标准委托山西新华化工厂负责解释。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 标 准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比表面积的测定
GB/T 7702. 21一 1997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from coal

          -Determination of specific surface area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质颗粒活性炭比表面积测定所需试剂和仪器、测定步骤及测定结果的处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煤质颗粒活性炭比表面积的测定。

2 方法提要

    对预先经真空脱气处理的活性炭试样，在一196℃下吸附氮气，利用BET方程(二常数公式)，根据

单分子层吸附量及吸附质分子截面积，计算活性炭试样的比表面积。

试 荆与材料

氮气:高纯氮气，纯度99. 99

无水乙醇:GB 678-90，分析纯。

溶剂汽油。

液氮。

真空脂。

仪器、装1

  比表面积试验装置(采用低温氮容量法)。

  真空脱气装置:300'C > 1. 33 Pa.
  天平:感量0. 000 1 g,

  电热恒温干燥箱:0̂-3000C。
  试样管及连接部件。

  带盖称皿。

  量杯:2 mI。
  液氮冷阱 。

  液氮贮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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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度计:0-50C。

11 干燥器:内装无水氯化钙或变色硅胶。

试样 及其制 备

月
﹃

月
马

‘
︺

对所送样品用四分法取出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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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步骤

1 启动比表面积试验装置，使系统温度恒定后进行以下操作。

2 空白试验:对每支试样管及连接部件进行编号，测定空管时输气体积V;与平衡压力r的对应关
，至少需测量三个点。以V，为纵坐标，r为横坐标作图，可得一直线。用此方法测量并计算每支试样管

6

已

6.

系

在一定条件(一定的吸附质和一定的温度)下的直线斜率。。试样管应每月校正一次标准曲线。

6.3 将试样盛于称皿中，并置于电热恒温干燥箱中于(150+5) C下烘干2h，取出置干燥器内冷却备

用。

6.4 在天平上准确称量试样管空管重。1，精确至。. 000 1 g o

6. 5 将0. 1-0. 3 g试样(约2 ml-)装入试样管中。
6.6 将试样管置于真空脱气装置中，在300 C和1. 33 Pa下脱气4h以上。

6.7 试样管冷至室温后，在天平上准确称量试样管加试样重，，精确至。. 000 1 g

6.8 小心地将液氮装入液氮贮罐及液氮冷阱中(注意防止液氮溅出伤人)。将贮罐及冷阱安置在比表面

积试验装置上。

6.9 将试样管放入比表面积试验装置冷阱中，并与测试系统连接。

6.10 按比表面积试验装置操作规程进行液氮温度下活性炭对氮的吸附等温线的测试，在。.05-0-35

Pa的相对压力范围内，测量3-6个点，记录下每一点的输气体积V及平衡压力p。
6.11 测量试样管中吸附质的饱和蒸气压P-

6. 12 试验完毕，按比表面积试验装置操作规程关闭比表面积试验装置，卸下试样管，将冷阱中的剩余

液氮倒回液氮贮器中。

6.13 用汽油擦净试样管及连接部件的真空脂，用无水乙醇清洗试样管。

6. 14 重复6.1至6.13步骤，再做一份试样。

测定结果的处理

  计算每次送气周期中，输人试样管的氮气体积:

将试验条件下输入的氮气体积换算成标准状况下的氮气体积，由式((1)计算:

V,又 r,只 273

1.01 X 10(273+ t)
.” ’····.······。。。。·(1)

式中:V— 标准状况下输入的氮气体积，CM';

      V一一输气室的死体积，cm';

      re— 工作压力，Pa;

      :— 输气线路的工作温度，c

7.2 按式((2)计算未被吸附的氮气体积vg:

                                          vg=P;Xn

式中:v‘— 未被吸附的氮气体积，CM';

      P.— 每一次输气后的吸附平衡压力，Pa;

      n— 试样管标准曲线的斜率。

7.3 按式((3)计算被吸附的氮气体积:

                                          V，二V,-VR

式中:V— 平衡压力下，试样所吸附的氮气体积，CM';

      认— 同式(1);

      Vg— 同式(2),

7.4 根据BET方程，按式(4)计算单分子层吸附量Vm;

···········。·····。。，····⋯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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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BET方程二常数公式:

一
      p

Va(p。一 p)
万7一 +
v m 入 七

C 一 1

V- 只 c

    p
入 下 一

    Po

式中:p— 吸附平衡压力，Pa;
      V,— 同式 (3);

    Pa— 液氮温度下，被吸附气体的饱和压力，Pa;

    Vm— 单分子层吸附量，CM';

      C— 与吸附热有关的常数;

  p/p一一 吸附质的相对压力。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4)进行线性回归，可得到斜率a和截距b，单分子层吸附量V、可由式((5)计

算 :

V_一一工一
          a -卜 v

(5)

式中:Vm— 同式((4);

      u— 式(4)线性回归的斜率;
      b— 式(4)线性回归的截距。

7. 5 按式(6)计算比表面积s:
_ Vm
占 = 4.353 X 一

                                    月 2

(6)

式中:s— 试样的比表面积，m'/g;

    V.}— 同式(4);

      ，— 试样质量，9。

7.6 两份试样各测定一次，允许误差不大于1000。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以整数位。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送样单位、样品名称、样品批号、来样日期、使用的仪器及吸附质，脱气方法及条件，试验结果、试验

单位、试验者姓名、审核者姓名、签发者姓名、报告日期等。


